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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近几天，一则“从天而降”的消息令

大家期待万分——“中国空间站‘天宫课

堂’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即将开讲！”

此 刻 仰 望 星 空 ，追 溯 我 国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快 速 发 展 的 足 迹 ，人 们 这 才 意

识 到 ，距 离 中 国 航 天 员 太 空 第 一 次 授

课 已 过 去 了 8 年 。 那 堂 载 入 历 史 的 太

空 授 课 ，带 来 的 新 奇 和 震 撼 至 今 让 国

人难以忘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课堂，出现在中

国航天的新时代。这堂课，讲台最高：设

在距离地球 300 多千米的太空；这堂课，

同学最多：全国 6000 万中小学生和围观

直播的亿万观众。

这是一堂充满神奇的课堂，如科幻

作家刘慈欣说：“这堂课最伟大的地方不

在于简单展示了几个知识点，而是像一

支画笔一样，为孩子们描述了一个与地

球重力世界不同的太空世界。”

2013 年 6 月 20 日上午，一台存在于

遥远太空中的讲堂，让许许多多大地上

的孩子们打开了思维的天窗。当两个陀

螺在失重状态下划出不同的奇妙轨迹，

当王亚平老师美丽的面庞倒映在水球

里，那一刻，孩子们既看到了梦想起飞的

天空，也感受到心里一颗名为“航天”的

种子在种下。

从神舟十号飞行任务进行首次太空

授课，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空间

站驻留 6 个月，当年坐在地面教室里听

课的孩子们，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的飞

速 发 展 ，也 实 现 了 自 己 人 生 的 拔 节 生

长。在时间的浇灌下，梦想的种子已经

开花。

在追梦的道路上，每一朵花，都绽放

得多姿多彩。

8 年前，还是物理课代表的王楠，惊

叹于课本里的理论在眼前真实上演；8

年后，她已成为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为

中华民族向着太空深处迈进贡献着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13 年前，7 岁的王京天蹲在电视机

前守候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发动机巨大

轰鸣声带来的震撼，令他激动地从地上

跳起；13 年后，他在海南文昌亲眼目睹

了天和核心舱的发射，并和志同道合的

朋友们制作航天科普视频，传递更多中

国航天的时代魅力。

2022 年，一款名为“宇宙八音盒”的

卫星乐器装置计划发射。它将收集外太

空的波形数据，聆听宇宙八荒的声音。

它的设计者，是一群来自清华大学和中

央音乐学院的同学。8 年前，他们也在

那 6000 万名中小学生里，共同聆听了点

燃心中梦想的那堂“太空第一课”。

还有更多的孩子们，他们把从“航

天”这一课中学到的“胸怀家国、计利天

下的眼界和胸怀”以及“实事求是、追求

真理的科学精神”带入到自己所从事的

工作中。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全力拼搏。心

怀梦想，就拥有了在未知世界不懈探求

的勇气和毅力。

这 既 是 个 人 的 航 天 梦 ，也 是 整 个

民 族 的 飞 天 梦 。 在 浩 瀚 的 宇 宙 中 ，一

颗颗梦想种子的未来会成为一座绚烂

的花园。

有人说，“中国梦”的一部分是要放

到太空中去做的。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不仅意味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名片。

从 20 世 纪 50 年 代 ，我 们 种 下 第 一

颗种子开始，一代代航天人为此前赴后

继 、攻 坚 克 难 。 每 一 次 前 人 取 得 的 进

步 ，都 在 后 辈 心 里 种 下 一 颗 梦 想 的 种

子。“问天之路”上，从卫星发射到载人

飞船，从太空授课再到空间站建设，中

国声音、中国面孔、中国脚步已在太空

中留下了永恒印迹。几十年来，梦想的

种子已经开花，而更多的种子也在等待

孕育。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

限。”保持好奇和探索，梦想是永葆生机

和活力的源泉。一个拥有梦想的民族，

必将是一个持续向上的民族！

梦想的种子已经开花
■本报记者 卫雨檬 通讯员 吴馥桐

“天宫课堂”开课啦!
转眼间，距离神舟十三号飞行乘

组进驻天和核心舱已过去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除了适应太空环境、进行出
舱、完成空间站相关技术验证等活动，
3位驻留“天宫”的航天员，还为地球家
园里的孩子们，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公开课”。

和 8 年前一样，这堂课的讲授者

依然有我们熟悉的王亚平老师。但和
8 年前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
了——在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
未来还将拥有“问天”“梦天”两个实验
舱；课程表的内容更丰富了——增添
了太空细胞学研究实验展示、浮力消
失实验、泡腾片实验等新环节。

与此同时，听课的学生们也发生
了变化。屏幕前，不仅是广大青少年

在认真收看，还有一群人是第二次聆
听来自太空的授课。当年，那些因陀
螺和水球实验而倍感惊叹的孩子们，
如今已经长大了。

曾经懵懂的小学生们，已逐渐理
解了科学的奥秘。当年的中学生们，
一部分进入大学，向着更深邃的知识
殿堂继续前进；一部分则步入工作岗
位，为了自己选择的事业而不断奋

斗。而时光的神奇，就在于梦想种下
的那一刻。8年前的夏天，他们通过特
殊的一堂课，看到了梦想闪光的样子。

8年后，在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
首次太空授课开始之前，许多“太空
班”的孩子们，给为他们种下梦想种子
的王亚平老师写了一封信。现在，让
我们开启时光的珍藏，看看他们想说
的话。 ——编 者

写 给 王 亚 平 的 信

亲爱的亚平姐：

一直以来，您在我的心目中，既是

在严苛训练条件下沉稳坚毅的飞天英

雄，也是在镜头里亲切可爱、专业严谨

的 太 空 教 师 。 多 年 来 ，我 把 您 当 成 了

崇拜的女神与奋斗的榜样。现在能有

机 会 通 过 书 信 与 您 交 流 ，我 的 心 情 十

分 激 动 。 不 过 此 时 此 刻 ，我 更 想 把 您

当作亲近的亚平姐姐说点心里话。

2013 年那个 6 月，我还是一个在山

东省高密一中读书的高二学生，而您已

经被确定为神舟十号乘组的成员之一，

为执行飞行任务做着最后阶段的准备。

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您的照片时，我们

全家人都夸您“又有才又漂亮”！不知道

在发射前的那几天，您又是一种怎样的

心情呢？

从得知神十任务中会有太空授课

的消息后，每一天我都在盼望着这场直

播 —— 您 在 太 空 中 讲 的 内 容 ，不 出 几

秒，我就能在地球上看见、听见。当年，

“太空授课”这几个字对大家来说还很

陌生，身边的同学们也不太能理解，我

为什么总会在提到它时眉飞色舞。于

是，我不仅想自己看直播，还想拉着全

班、甚至全年级的同学一起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上午。2013 年 6

月 20 日 10 点，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

机。当我和全班 50 多名同学一起，看到

您在失重环境下演示的陀螺、单摆和水

球实验，以及在地球上很难实现的各种

特技动作，我内心涌动的情感很难用单

一词汇来形容。

我惊叹于太空特殊环境和普通物

理实验碰撞出的奇妙火花，我欣喜于刚

刚在课本上学到的“牛顿定律”“宇宙速

度”被您以如此特别而又直观的方式进

行了验证，我感动于身边同学们眼中流

露出来的光芒——太空探索的神奇和

航天员的魅力终于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所理解！

那个“水球倒影”的镜头里，您水汪

汪的大眼睛和波光流转的水球相映成

趣，以及俏皮的一句“你看，透过水球，你

们还能看见我的倒影呢”，整个画面定格

成为“太空课堂”留给我最美丽、最美好

的一帧记忆。

后来，高考结束了。在填报志愿时，

因为总能在发射直播里听见“某某测控

站”或“某某测控船”，所以我毫不犹豫地

把 6 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部填成了

“自动化”或“测控”。这样就是为了能够

离你们、离航天事业更近一点。最后，我

有惊无险地被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院录取，也进入到了自己心仪的测控

专业学习。

大 学 四 年 里 ，我 还 是 没 放 下 自 己

对“航天科普”这件事的兴趣。2016 年

天宫二号发射，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

在 学 院 的 微 信 公 众 号 上 连 载 起 了“ 天

宫 日 记 ”航 天 科 普 系 列 文 章 。 尽 管 航

天 科 普 的 路 并 不 如 想 象 的 那 么 好 走 ，

但我还是想像当年您在太空授课中所

做 的 那 样 ，把 航 天 梦 的 种 子 播 撒 在 更

多 人 的 心 中 。 只 要 我 写 出 的 文 字 ，能

让 多 一 个 人 对 航 天 有 更 多 了 解 ，哪 怕

只 是 一 点 点 ，对 我 而 言 就 是 莫 大 的 幸

福，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2018 年 9 月，我被保研到了北航，

这是我在高考时万分向往却失之交臂的

学校。巧的是，当年您在天宫一号里给

还 是 高 中 生 的 我 讲 解 “ 陀 螺 的 定 轴

性”；现在，我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

又研究起了惯性导航系统里的陀螺仪。

可能这一颗小小的陀螺，就是维系我与

您之间转动不停、坚定不移的缘分吧！

最后，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想感谢

您和千千万万航天人，为祖国航天事业

不畏艰险、无惧牺牲的付出。而作为一

个普通的女孩，我想说：亚平姐，谢谢

您这些年来如同耀眼的星辰一般，始终

指引激励着我奋斗前行。

或许一直以来，您并不知道我是

谁，但您早已成为我追梦路上向往的

光。未来，我会继续以您为榜样，为中

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微

小却坚定的力量。

王 楠

2019年 12月

（如今，写下上面这封信的王楠同学

已研究生毕业，正式成为一名航天人。

像信中所写的一样，她不断奔跑在追梦

的道路上，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竭力

释放着自己的光和热。）

有一种记录叫成长
致亚平老师和所有航天人：

2008 年 9 月 25 日的下午，太阳直

射在母亲单位的操场上。那天是校运动

会，学生们在操场上挥洒着自己的汗

水 。 我 当 时 只 有 7 岁 ， 蹲 在 沙 坑 的 尽

头，看着哥哥姐姐们来参加比赛。

晚饭过后，我早早蹲守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晚上的特别报道——神舟七号发

射任务。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动，“10、9、8……

2、1，点火！”

随着一声声清晰而响亮的口令，我

从屏幕中看到了发射塔下的火光，听到

了 发 动 机 的 轰 鸣 声 ，我 激 动 地 跳 了 起

来。这轰鸣声，犹如巨龙出世，让大地为

之震动。几天之后的出舱直播，航天员

一句“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再次让我激

动万分!

转眼间，到了 5 年后的神舟十号载

人飞行任务。这是我国第二次有女性

航天员进入太空。发射的过程十分顺

利，我看得津津有味。接下来央视主持

人所说的话更让我兴趣十足：“航天员

后续将开展一系列空间实验，包括太空

授课……”

什么是“太空授课”？作为一名初中

生，上课自然是每天的日常，但太空授课

这一新鲜事物倒是第一次听到。此后几

天，通过留意新闻，我知晓了太空授课的

时间。

那天，我在学校和同学们提前守候

在电视机前。当画面切到“太空教室”，

我看到航天员王亚平“飞”了过来，开始

讲解太空知识。

我记得很清楚：亚平老师通过几个

简单的小实验迅速打开了话题，为我们

讲解失重条件下物体运动的特点、液体

表面张力的作用以及牛顿定律等。这堂

课虽然不长，但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

忘。能够创造全球最大的“课堂”，作

为一个中国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国家在航

天领域的跨越发展!

此后几年，我都在持续关注有关

中国航天的新闻。高考后，2020 年 7 月

23 日 ， 我 前 往 海 南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

亲眼见证、拍摄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

火 箭 搭 载 天 问 一 号 火 星 探 测 器 升 空 。

在发射后，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

把中国载人航天的里程碑记录下来！

2021 年 4 月 29 日，我和许许多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齐聚海南文昌，见证

拍摄了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搭载天

和核心舱发射的画面。我们一行人将

这一过程制作成了视频，希望能借此

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航天、热爱

并支持中国航天。

在这之后，空间站阶段的每次发射

我都进行了拍摄，并制作成视频发到网

上。我希望能通过自己这一份微小的力

量，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到中国在载人航

天领域做出的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为

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为自己有在航天

领域如此强大的祖国而自豪！

2021 年 10 月 16 日 ，神舟十三号飞

船发射升空。之后，听到“天宫课堂”开

启的消息，我十分激动！8 年间，虽然已

从初中生成长为大学生，但我从太空授

课中得到的收获让我受益无穷！期待这

次讲课能让我有新的收获！

王京天

2021年 11月 25日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亚平老师：

记得您曾说过，您的航天梦，是看到

神舟五号升空、火箭灿烂的尾焰时种下

的；而我的航天梦，也是从18年前开始的。

2003 年，我刚刚步入小学校园。那

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航天，仅仅

是被电视上火箭升空的画面吸引，一边

听着爱好军事的老爸给我讲火箭知识，

一边好奇地想象着蓝天之外的世界。

在那之后，每次父母带我去逛书店，

我总是喜欢在科普书架上翻看天文和航

天方面的书，津津有味地“研究”着新星爆

发、黑洞、运载火箭和航天飞机。每次发

射直播，火箭点火起飞后尾焰撕裂空气的

声音与“跟踪正常”的报告声交织在一起，

那或许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看着火

箭越飞越高、渐渐隐没于蓝天之中，我的

思绪也飞向了九霄云外。不论我在哪里，

不论发射窗口是在凌晨还是深夜，我总会

想办法见证每一次重要的航天时刻。

神舟十三号发射前的航天员见面会

上，当亚平老师再次说出那句“飞天梦永

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时，我顿时感

觉自己的心被揉了一下，仿佛一下子回

到了那个高一的夏天。

太空授课后的第二天，物理课上，老

师拿出半节课来回顾了太空授课中讲到

的与牛顿第二定律有关的片段。我不仅

惊叹于微重力环境的神奇，也突然觉得

手中试卷上的小滑块、斜面和传送带不

再“面目可憎”，即使这些习题依然令我

头大，但这些困难与挑战是追寻科学真

理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铺路石。

与其他勇于追梦、敢于圆梦的航天爱

好者不同的是，我并没有选择航天作为我

的事业。我在文理分科调查表上写下了

“文史类”三个字，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几乎

不可能与航天产生任何交集的路。

时至今日，首场太空授课已经过去

了 8 年，我也已经在我所选择的道路上

走了 8 年。从高中念到博士，我并不后

悔当年的选择。我热爱我现在的专业，

也确实志在于此，这正是我当年选择文

科的初心。但我对航天的热爱也并未因

此而衰减分毫。航天，依旧是我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长五首飞、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

问探火、核心舱发射、航天员出征、出舱

行走……每一次“航历新年”的庆祝者中

总少不了我的身影。闲暇之余，我偶尔

也会搜集和整理一些航天史方面的资

料，并以学习笔记的方式呈现出来，同航

天爱好者们一起分享。

更重要的是，在我失落迷茫、因恐惧

困难而不敢向前的时候，我总能从航天

事业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参与者

众多，能够被世人所记住的名字却寥寥

无几。可航天人总是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气魄为祖国的

航天事业脚踏实地地奋斗着。我想，真

正的幸福应该来源于奋斗的过程，应该

来源于在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

获得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充实。

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我们是否总是

纠结于眼前的苟且而怨天尤人呢？不，我

们应该抬头看看深邃无垠的星空。在宇

宙的尺度上，人类之渺小甚于沧海一粟，

但人类仍然满怀着好奇仰望星空，以非凡

的勇气走出地球的摇篮，去叩问和探索关

于宇宙、关于人类自身的真理，这本身就

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浪漫的事。我们应该

想想那些执着于理想信念的人们。一代

代航天人担负着航天报国的理想与使命，

使中国的航天事业实现了飞越。航天员

们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面对

一次次严苛的选拔未曾退缩，面对十几年

如一日的艰苦训练未曾放弃，哪怕是面对

生死，也毅然决然地选择“要让五星红旗

在太空高高飘扬”！

我所从事的工作与航天并无交集，

但是胸怀家国、计利天下的眼界和胸怀，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并不是

某一个学科的专属。作为社会科学的学

习者和研究者，我应该以同样的态度面

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待到我完成学业

回国后，我也定当努力为祖国的教育事

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还想问亚平老师一个小问

题：空间站的鲅鱼饺子好吃吗？等到过

年吃饺子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太空

过年的体验呀！祝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

工作一切顺利，期待你们平安凯旋！

王嘉杨

2021年 12月

（信件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官方平台提供，内容有删减。）

左上图：2013 年 6 月 20 日，航天员

王亚平进行太空授课，与学生展开天地

对话。 资料图片

版式设计：方 汉

星光不负追梦人

第1047期

独
家
原
创

第
一
视
角

34号军事室


